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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与假设思想在高中物理解题中的应用
安　磊

（柳州铁一中学，广西 柳州  545007）

摘要：物理规律是对大量物理现象的高度概括，它隐藏在物理现象身后，且有多种表现形式，很难一下就将其挖掘出来，猜想与假

设就是在揭示现象的因果关系、探究物理规律时常用的一种思想方法，通过该方法将不明确的现象假设其遵守我们已知的规律，用该规

律推导出可以验证的物理量，论证我们的猜想是否正确，若不正确再猜想其遵守其他规律，再次验证，直到找到吻合的理论规律。高中

物理题目过程繁多复杂，规律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给学生的解题带来的非常大的困扰，本文利用该思想解决高中物理的一些实际问题，

从而总结出该思想使用的一般步骤和注意事项，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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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和假设是处理未知现象的基本思想方法，该思想方法不

仅仅在物理学科中使用，其他学科也经常使用，这种思想方法在

物理学的学习中更为重要，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中科学思维的一

条重要途径，而学生遇到到未知现象往往无从下手，即使是任教

老师在很多时候也不能很好地使用这种思想。究其原因有限的课

堂时间里，知识和方法作为硬性的教学任务必须完成，而物理思

想方法作为隐形的教学任务常常被忽略，物理学科核心素养长期

得不到有效落实，课堂上解决问题实质上变成了解题，而解题又

不是解高质量问题，多数都是一些重复性的机械训练，久而久之

造成了学生一遇到未知现象便摸不着头脑。解题是高中物理教学

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落实课堂教学内容、检测教学效果的重要

手段，编写、训练高质量习题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猜想与

假设的思想不仅会用在新课教学中，也经常出现在高中物理习题

中。

一、中学物理习题中常见的几种猜想假设

（一）物理条件的假设

物理条件的假设，就是给研究对象假设一些外部的或内部的

条件，创造一个情境，让学生去猜想某些状态，这种猜想假设的

方法叫做物理条件的假设。部分物理习题题干较为简单，学生仅

从题干中无法的得出全部信息，而使用这种方法，学生就可以通

常假设条件的方式，把一些复杂的问题变得清晰可解。如此，学

生就能较为快速地得出正确答案。因此，开展物理条件假设时，

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借助假设条件，将问题中的相互牵制

因素变得更加明朗、简单，以此帮助学生简化题干内容。其二，

借助假设条件，能够让物理状态在问题中得到转化，从而更好地

契合于已知规律。此种方法使用的物理习题，如例 1所示：

【例 1】假设有一质点，正在沿着 x轴正方向开展直线运动，

当它通过原点时，我们开始计时，其
x
t

t
− 的图象如图所示，x可

以用来表示质点的位置坐标，t 为运动的时刻，则（　　）

A. 质点处于匀加速直线运动的状态时，其加速度为 1.0m/s2

B. 在 1s 末时，这一质点的速度为 3m/s

C. 在 1s 末时，这一质点的速度为 2m/s

D. 质点处于匀加速直线运动的状态时，速度为 1.0m/s

分析与解答：从题目的文字描述中我们无法判断质点究竟在

做什么运动，因此，我们无法直接套用学过的公式、规律，求出

质点做的是什么运动，也无法判断出质点的运动速度。虽然此道

题有图像辅助，但是这个图像比较简单，我们也无法准确理解图

像带给我们的信息。在解答这道习题时，如果学生不清楚猜想假

设的思想方法，就难以找到切入点，判断出质点的运动规律。为此，

在解答这习题时，我们就需要进行探讨，对模糊的运动条件做出

适当的假设。所谓适当的假设即假设条件符合质点运动规律，又

能帮助我们顺利地找到解题地入口，并从已有的知识库中，找到

相对应的物理规律，得出正确的答案。物理条件的假设过程应该为：

假设质点的运动为匀变速直线运动，则其位移与时间满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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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v t at= + ，跟图像坐标对比后将此表达式做相应变化，两边

同时除以 t，可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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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v at

t
= + ，由此可知

x

t
-t 为一次函数，与题

目地图像完全吻合，说明我们地假设是正确地，图像与纵轴地交

点即 v0，图像的斜率即
1

2
a，结合图像可得 v0=1m/s、a=2m/s

2，此

题迎刃而解。

物理核心素养要求教师在假设时，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因

此，在物理条件假设时，我们就可以让学生去思考，若是想要得

出正确的结果，需要作出什么假设。若学生的假设存在偏差，此

时我们也不能直接指出，而是应该鼓励学生按照假设条件，去求解，

因此判断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虽然这种模式下，教学进度会慢

一些，但是学生却能真正发现探究物理知识的趣味，掌握用物理

条件假设解决物理习题的方式。

（二）物理过程的假设

一般来说，物体进行运动时，其过程较为复杂，借助物理知

识对其研究具有极大困难。在实际的解题过程中，我们往往比较

关注始末状态、若干个物理量，对其中间经历的过程在多数时候

是不关注的。其主要原因是，虽然物理运动的运动过程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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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差异，但是将过程平均后，所的到的始末状态是形同的。

因此，在解题的过程中，我们只需关注若干物理量，并对物理过

程进行假设就可以，这样物理运动过程就能为简化，学生也能更

好地理解物理运动过程，快速解答出此类习题。可以运用物理过

程的假设解决的问题，如例 2所示：

【例 2】一只活塞打气筒的原理如图所示，其筒内体积为

V0，现将它与另一只容积为 V的容器相连接，容器内的空气压强

为 p0，活塞工作 n 次后，容器内的气体压强为（容器内气体温度

不变，大气压强为 p0）多少？

分析与说明：每次打气时将体积为 V0，压强为 p0 的大气打

入右侧的容器，因为右侧的气体质量增加，不满足一定质量气体

状态方程，我们可以把要注入的气体和右侧已有气体作为研究对

象，这样就符合一定质量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研究第一次注入

过程：P0V0+P0V=P1V，第二次注入过程利用气体状态方程可知：

P0V0+P1V=P2V，将 P1V代入可得 P2V=2P0V0+P0V，由此总结规律可

知 PnV=nP0V0+P0V。仔细研究该过程和最终的结果可以发现，我们

每次注入的空气体积均为 V0，压强均为 p0，我们能否可以把这个

无限多的过程整合成一个过程，可以假设一次性的将体积为 nV0，

压强为 p0 的气体注入容器中，最终的结果与一次次地注入是相同

的，在该假设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明显简化打气过程。

（三）物理量方向的假设

在进行物理知识学习时，高中生经常会遇到矢量的处理，矢

量在处理时额难点就是方向的确定，在解题过程中经常使用猜想

假设的方法来确定矢量的方向。关于矢量方向的假设主要有以下

几种情况。

（1）以物体的运动方向假设为矢量的正方向，计算某时刻的

速度，若该速度为正数则说明此刻速度方向与正方向同向，反之

则反向。

（2）以物体的加速度方向或受力方向假设为矢量的正方向。

（四）物理临界状态的假设

临界问题在物理习题中是一个大的分类，占据着重要部分。

由于临界状态是物体运动变化的重要节点，当突破了临界状态后，

物体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因此，面对此类习题时，很多学

生都觉得没有头绪，不知道该怎样解答。处理临界问题的关键，

就是确定临界状态的节点，然后据此判断连接前后物体的运动状

态、受力特点、某些物理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所以，在解决此

类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对临界点进行假设，如例 3所示：

【例 3】如图，两个质量分别为 m和 4m的小木块 a和 b（可

视为质点）放在水平圆盘上，a与转轴 OO′的距离为 l，b与转轴

的距离为2l，木块与圆盘的最大静摩擦力为木块所受重力的 k倍，

重力加速度大小为 g。若圆盘从静止开始绕转轴缓慢地加速转动，

用 ω表示圆盘转动的角速度，使 a、b随着圆盘一起转动的最大角

速度是多大。

分析与说明：题目要求 a、b随着圆盘一起转动，随着角速度

增大，物块受到的静摩擦力逐渐增大，当静摩擦力达到最大静摩

擦力时，物块将会相对圆盘滑动，这个题目的难点是 a的静摩擦

力先达到最大静摩擦力还是物块 b呢？这里可以用猜想假设的方

法，假设物块 a的静摩擦力先达到最大静摩擦力，由牛顿第二定

律可知 kmg=mω1
2l，解得此时角速度为

2
1/ kgω = ，同理假设物

块 b的摩擦力先达到最大静摩擦力，此时加速度为
2

21/ kgω = ，

由此可知物块 a 的静摩擦力先达到最大摩擦力，因此满足题意的

最大角速度为 1/ kg 。

二、猜想假设再解题中的一般步骤

显性教育观认为，只有如知识教育一般对科学方法进行明确

讲解，指出方法的名称，揭示方法的内涵，传授方法的操作过程，

使学生有意识地处于科学方法的学习状态，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

效果。这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猜想假设地方法进行梳理、归纳和

总结。

随着核心素养的落实，教师应将提升高中阶段学生的物理思

维、能力等方面，放在教学工作的重要位置。基于此，借助假设

法解决物理问题时，我们主张尊重学生的主体意愿，以此促使学

生的思维变得更加延展、开阔，同时，我们需要对学生提出鼓励，

使其将更多大胆假设、猜想代入到学习过程中。

当然，我们鼓励学生假设的同时，也需要告诉学生，所有的

假设都应该不违背原有的物理过程。学生要用理性思维作为解题

基础，用物理原理、实验或者物理现象作为依托，在解题中还要

遵守巧妙假设，通过基本物理规律，做出较为合理的假设，如此，

方能减少失败的几率，提升学生的解题思维与解题能力。结合我

们的教学经验，可以总结出，利用猜想假设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

分析题意→做出假设→运用规律→对照比较→确定结果。

因此，在解题前，我们需要先仔细阅读题干，了解题意，根

据题意作出最可能的假设，并从这个假设入手，根据已有的物理

规律得出可测量或可验证的物理量，将计算或测量出的该物理量

与原来的条件或原来的物理过程进行对照比较，若一致说明假设

正确，若相互矛盾则说明假设不正确。当假设不成立时，就需要

返回解题的第一步，重新阅读题干，是是否有遗漏的信息，然后

换一种假设，进行证明。物理世界较为深奥，利用猜想假设的方式，

虽然有助于解决物理习题，但其过程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

最初假设时，学生假设的有可能完全在正确假设的对立面，所以

想要找到正确的假设途径，需要多次尝试。这就使得学生对此类

习题以及猜想假设式解题模式产生抵触感。为此，我们在教学中，

就需要随时观察学生，当学生遇到问题时，教师要给予帮助，让

学生走出思维困境。此外，教师也需要及时给予学生鼓励，提升

学生的学习动力，如此，学生才能真正掌握猜想假设式解题模式，

提升物理综合能力。

三、结语

以上讨论给我们很多启发，教师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

要对教材中物理思想方法进行归纳总结，要形成清晰明确的使用

步骤才能让我们的习题课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更好的落实物

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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